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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专业能力培训。目前，牧医专业教师已有 90%以

上为双师素质教师。另外，学院聘请多位从事牧医专

业岗位一线的执业兽医师、宠物美容师和宠物医院

院长为兼职教师，加强创业师资队伍建设。
3 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创业实践活动

3.1 师生承包经营制

在高职院校中实行承包经营制是培养学生创业

精神、创业实践的新型创业模式之一。河北旅游职业

学院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专业学生在学习宠物饲养

课程时，利用课余时间承包学校畜牧场兔舍的动物

饲养和管理工作，在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解决实际

生产问题的同时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还能提

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学校教学兽医院是学生实习的

重要校内实训基地，兽医院美容室由宠物美容教师

和学生共同承包，在教师的带领下，不但学习专业技

能而且亲身参与到创业实践中，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锻炼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
3.2 学生自主创业

据统计，在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宠物养护与疫病

防治专业在校生中，具有创业想法的比例约占 90%，

而毕业生中真正实现自主创业的仅约占 3%。学生在

校期间参加各种兼职或自主创业等活动也是学生获

得创业实践的一种方式。目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有

部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兼职，有的开始自

主创业。例如：大学一年级学生依靠自身对虎皮鹦鹉

的喜爱和以往的饲养经验，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鹦鹉

的饲养、繁殖与销售，现已小有规模；大学二年级学

生在父母的支持下进行宠物犬的饲养、繁殖与销售。
学生在创业实践中，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到

实践中，不仅加强宠物养护和疫病防治专业技能，而

且在实际生产、规划管理、市场营销，交际运筹、社会

服务等各方面得到锻炼，提高了创业创新能力。
4 成立创业咨询小组，为学生提供专业及创业相关

知识咨询服务

学生在校期间虽然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
创业相关知识培训以及各种相关创业教育活动，但

是要真正进行创业实践可能会遇到专业技术不足、
创业经验不足、对市场认识不够、创业知识欠缺、资
金有限等诸方面的困难。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专业

成立由专业教师、兼职教师、辅导员、优秀自主创业

者组成的创业咨询小组，创业学生可以就在创业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咨询小组成员，从而为

创业学生提供一个专业和创业相关知识咨询的服务

平台。
5 小 结

虽然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专

业已经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但是

要检验创业教育效果还需要长时间对学生进行跟踪

调查，需要建立学生创业教育的相关管理细则和合

理规范；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要在相关专业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对创业教育进行不断研究，探索出灵活多

样的创业教育体系。 （016）

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主要培养学生两大核心

能力，即动物饲养能力和疾病防治能力，其中动物疫

病防治能力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在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确定之后，如何改进传统的教学手段、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以促进教学效果，成为该课程教

学团队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教学手段是构成教学系统的重要要素之一。过

去教师一般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手段，形态较为原始，

信息存储能力较低，通常就是黑板加粉笔。随着科技

的发展，人们将电子技术与网络技术运用于教学，极

大地改善了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果，为知识的传

授、技能的训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学院投入

巨资建设的现代化实训室以及充足的校外实训基

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丰富的扩展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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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手段改革

1.1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的第一个优势是能把复杂的教学内

容简单化、直观化和形象化，教学过程生动活泼，学

生易于接受。动物疫病防治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中有

大量的教师收集的临床症状图片和病理解剖图片需

要展示，有些病例中还有录像资料需要播放，现代的

多媒体集成系统能灵活自由地进行展示和播放，根

据教学需要对图像放大分析，对视频中的重要画面

可反复播放或静止观察，声音可放大。通过视觉、听
觉的刺激，促进、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记

忆，这是多媒体手段的优势之一。
多媒体教学的第二个优势是教学信息量大，能

减轻教师负担。首先，在传统教学手段中，需要教师

进行板书展示主要知识点，占去了课堂较多的时间。
应用多媒体，主要知识点均在教师备课中提前准备

在幻灯片上，不需要进行大量书写，节约了宝贵的课

堂时间。其次，传统教学中需要展示的图片、图表等

需要挂图、相片或手绘，学生传阅观看效率低，时间

浪费多，效果不佳。利用多媒体系统进行展示，可在

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传递更多的信息，拓展更多知

识，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多媒体教学的第三个优势是能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传统教学讲授灌输知识，课程中涉及的很多症状

和病变描述抽象，不好理解和把握，例如“鸡群有怪

叫声”、“皮肤有点状出血”、“肺脏肉样变”、“肝脏有

针尖大小坏死灶”和“脾脏有梗死灶”等，靠文字描述

和想象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学生听的不明白自然

就没有兴趣。有了多媒体手段这些问题迎刃而解，通

过播放视频声音、展示高清晰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

化图片，让原来抽象的知识变得真实直观，给学生深

刻的印象和记忆，调动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促

进了教学效果的提高。
1.2 课程网络平台教学

在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的支持下，动物疫病

防治技术课程完成了课程网站建设，全部教学资源

上网共享，并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网站内

容及时进行更新，确保内容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此

外，学院先进的校园网络系统给学生提供了广阔自

由的网络学习空间，学生可在教室、寝室或图书馆自

由接入校园网。网络技术无时间和空间界限，把传统

的封闭式教学方式转换为开放式，对当前 90 后学生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课程网络平台为学生和教师交

流搭建起了广阔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可重现课堂教

学的情景，复习课堂上没有听懂或忽视的知识；可通

过网站中的习题来测试自己对知识的把握程度；也

可通过留言提问，教师解答，达到交流提高的目的。
1.3 校内实验室实训

动物疫病防治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尤其在我国目前动物疫病流行复杂的形势下，诊断

疫病越来越依赖实验室技术。现实的需要就是课程

教学改革的方向，学院为动物疫病检测诊断实验室

投入 100 余万元，为教学创造了优良的硬件条件；课

程团队依靠校内实验室实训手段进行强化训练，大

幅提高实验操作能力。在以前的教学中，实验操作主

要是验证性实验，以教师操作演示为主，学生参与的

较少。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课程

教学团队转换观念，实验操作全部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只进行适度指导。在实验实训中，教师负责讲解实

验内容的原理和操作方法，每一步都要求学生理解

透彻，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然后教师示范操作，

讲解动作要领。学生自行操作训练，教师巡回检查，

不断纠正学生操作，对动手能力较差的学生进行重

点训练。实训结束后，对学生进行操作考核，全面评

价学生的动手能力。
学院将每年 5 月份定为技能大赛月，动物疫病

防治技术课程选择“新城疫抗体测定”和“细菌分离

鉴定与药敏试验”两个有代表性项目进行比赛，学生

全员参与，给予操作优秀学生适当的物质奖励，发给

荣誉证书，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取

得了极佳效果。
1.4 校外实训基地实训

校外实训基地实训是连接校内教学和实际工作

岗位的桥梁，在课堂教学和校内实验实训完成后，必

须通过生产企业、养殖场等实习基地岗位实训手段，

才能完成由学生向职业人的转变。在每年的动物疫

病防治技术课程实训中，将每个班的学生分为 3~

4 组，分别在奶牛场、养鸡场、养猪场或宠物医院进行

轮训，对不同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进行现场教学和

操作，教学团队中的教师按照个人专长安排在不同

养殖场进行指导。主要训练内容是养殖场环境消毒、
带畜消毒、免疫接种、生物安全措施、动物疫病临床

诊断和病理诊断、发病动物治疗与疗效观察等。这些

项目是无法通过课堂教学和校内实训完成的，必须

通过养殖场等实训手段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达到培

养的人才企业能招之即用的目的。
2 课程建设成果

通过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平台、校内实验室实

训和校外基地实训多种手段的综合应用，课程取得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扎实，实践操

作技能熟练，能较好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学生在全国、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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